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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言

《旺苍县交通志》是在“盛世修志"中诞生的。它的问世，是时

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，也是旺苍县交通运输事业在开拓前进中的一

件大事。

在编纂过程中，我们以实事求是的精神，秉笔直书；坚持略古详

今、立足当代、回顾过去的宗旨，力求达到思想性、科学性、资料性

的统一。

《旺苍县交通志》是旺苍县公路、航道、铁路建设，公路运输，

内河航运，交通管理的发展变化的记录。它既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文

化、科学技术、社会的各个方面；又涉及到生产、分配、流通、消费

等经济领域。

编纂《旺苍县交通志》是一项新的工作。为了志书的资料翔实可

靠，达到“资治、存史、教育"的目的。从1 9 8 5年春开始，组建

修志机构，着手搜集资料，拟定纲目，走访有关同志，查阅文书档

案，摘抄文字资料，征得口碑文字，约数十万字。于1 9 8 6年进行

编纂，数易其稿，今得以完成。

由于条件的限制， 《旺苍县交通志》还不足以全面反映旺苍县交

通运输事业的全部历史，谨作历史回顾。从而总结经验，吸取教训，

开创旺苍县交通运输工作的新局面。



该志在编写过程中，始终得到了县志办、县经委的指导和县档案

馆等单位的大力协助，特此表示感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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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例

一、本“志，，’以马列i J,-、毛泽东思想和《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

历支问题的决议》为指导，坚持“四项”基本原则。充分运用历史唯

物主义的基本原理，坚持实事求是。按照详今略古，进行编纂。以体

现新志的时代性和专业特色。
‘

二、体裁上，统一采用语体文。本“志”采用以时为经，以事为

纬，横排竖写。按工作、业务性质，分门别类记述。

三、本“志"时限。上限于l 9 4 2年，适当地追溯远些。下限

1 9 8 5年，适当延至1 9 8 8年。

四、为了符合史实， “，-／心=-”中的计算单位，均使用公制；亦用旧

制(石、斗、升；斤，两)。

五、l 9 5 5年人民币币制改革前，均用妇币制(1：1 0 0 O 0)

计算蠢 ．

六、本“志"中“党矽指中国共产党， “政府”指各级人民政府

(含人委、革委)， “团"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

七、本“志，，中“建国前，，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。 “建国

后”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：

八、本“志，，分为7篇3 6章7 4节，约l 6万字。

，九、本“志”的编写资料，源于旺苍县档案馆及局档案室，并走

访老红军、老干部、老工人、工作干部、工人等，搜集文字、口碑资

料约六十万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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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本“志，，中所列数据，源于旺苍县统计局统计年鉴，局档案

以及各企业、事业单位所存统计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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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

旺苍：位于四川盆地北部边缘，川陕分界的米仓山南坡，东河上

游。东与南江县接壤，西与广元相连，南临苍溪县境，北与陕西省宁

强、南郑两县交界。

’境内山峦重叠，溪流纵横。北部山岩，峥嵘崔巍，海拔一千至二

千二百余米j南部深丘，比北部较缓，海拔。般为五百至一千米，中

部呈东西槽形。境域面积为三千零二十八点一二平方公里。广(元)

乐(坝)铁路，达(县)广(元)公路沿槽而延，海拔为四百八十米

至六百米。县城居槽中、东河的东南岸。 1．

东河从北向南，注入嘉陵江。后坝河居县东，从东北向南，汇入

巴河。旧时两河为沟通县境内外流通领域的主渠道。

，’1 9 3 4年l 1月至1 9 3 5年4月，红四方面军总部、川陕省．

委、省苏维埃等四十余个党政军领导机关进驻旺苍。旺苍成了川陕革’

命根据地的首府。
t’

’

自古以来，旺苍货物集散主要依赖于东河、后坝河木船。陆上交

通虽有人行小道，但因山岭沟壑，夏洪冬雪，给人力背负，兽力驮运

带来困难；商贾行旅，更慑于野兽猖獗，兵匪横行，常患忧愁。

1 9 5 0年旺苍县人民政府成立后，十分重视交通运输事业，在

恢复发展煤炭、炼铁，铸造业生产的同时，对东河、后坝河进行炸

礁、淘漕、疏浚，使之适应工农业生产的发展。继之进行驿道的修

筑，使原煤、生铁、土钢、毛铁、铁锅等产品外运，促进农村土特产

l
●，



品发展与交换。

旺苍修建公路起步较晚。1 9 5 6年4月修筑广(元)旺(苍)：

交界的运家河至县城3 1公里公路，于l 9 5 7年元月通车。继向东．

延伸，于1 9 6 0年2月达(县)广(元)公路通过旺苍槽地建成通

车。成为旺苍公路交通的主动脉。次则向南北辐射，遍及全县九区、

一镇、四十八乡(镇)，厂矿企业、林区的公路相继建成形如蛛网。

至1 9 8 5年止，公路里程为1 0 9．1．0 8公里。其中：大桥9

座，1 2 1 1．7米。公路密度每百平方公里3 6．3 2公里。人口

为四十万零四千一百人，每万人口2 6．9 7公里。广乐铁路与宝成

铁路在广元相接，从西向东穿过槽地与达广公路平行，铺轨通车

4 6．6 3 3公里，六个火车站。金县通航里程6 6公里。以县城为

中心的铁路、公路、水运四通八达，那种交通不便，行旅为艰的日

子，已一去不复返了o

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，旺苍交通运输管理机构，航管、渡管，

监理，交管、养路等不断完善和健全。公路、内河运输业，从过去单

一的木船、人力背运、驮运，发展成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。运输机

构除全民、集体企业外，个体、联户运输已占有一定比重。至1 9 8 5

年底止，旺苍有各种机动车辆1 8 3 4辆，其中：货运汽车9 0 l

辆，客运汽车6 4辆，拖拉机6 7 9辆。货运量l 1 5．2万吨，

货物周转量2 6 7 9万吨公里。客运量7 1．1万人次，旅客周转量

2 5 6 4万人公里。、钢质(木质)人力船2 3 1只，渡运船3 1只。货

运量3．8万吨，货物周转量6 7 1万吨公里。交通工业五万吨设计

能力的水泥厂也初具规模。

近年来旺苍交通运输以铁路为骨干，公路为网络，充分利用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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